
我是推荐官

04
2023年8月30日 星期三 编辑王浩版式詹红霞校对毛凌波

沿着北大街寻访老成都记忆
成都作家谢天开建议你来这里走走看看

街巷不仅是城市的血脉，也是城市
的灵魂。街巷和城市历史密不可分，它
是城市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城市的历
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在古代，街巷通常
是城市规划的核心，连接着城市的主要
建筑和重要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城
市的街巷逐渐演变，通过研究街巷的变
迁，我们可以了解城市的发展历程、社会
变迁和文化传承。

8月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推出
“到成都街头走走看看”——寻找“万象
成都TOP10体验路线”暨“我是推荐官”
大型策划活动，引起广泛热议。8月29
日，记者采访了成都锦城学院教授、作家
谢天开，他作为推荐官，分享了到成都走
走看看的文化路线。

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成都地
图上，北大街只是从青果街至草市街的
一段，而青果街再往北延伸还有天星桥
街，过了才是北门大桥。1981年成都地
名普查时将三街合一，统称北大街，此街
即南起草市街北止北门大桥。

谢天开分享道：“北大街是老成都的
老商业街之一，各类商铺繁荣昌盛，这是
因为北大街连接川北大道，再上去便是
崇山峻岭的蜀道。我们可以推断一千年
前‘安史之乱’时，唐明皇‘幸蜀’应是从
成都北门进入的，明证便是成都北门外

有著名的天回镇，李白也曾经吟过‘地转
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再上溯
到汉代，汉赋大家司马相如亦是从此去
长安的，因为北门大桥出城后的第一座

名桥便为驷马桥。”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司马相如第

一次去长安时，经过升仙桥的送客观，在
大门门楣上题书：“不乘赤车驷马，不过
汝下！”后来果然着武骑常侍官衔锦衣重
归成都。南宋名相京镗在做成都知府时
主持重修送仙桥后，改名为驷马桥，并刻
碑《驷马桥记》记述这段典故。清代有人
写《竹枝词》点赞：“北走燕京路一条，当
年题柱气冲霄。谁人学得文君婿，驷马
方过驷马桥。”

在北大街东侧，是东珠市街。据谢
天开介绍，清咸丰年间，现代著名作家巴
金的祖父李浣云寓居在正通顺街，其院
后的李家花园外是猪市，以为不洁，便出
资修建民房出租以补家用。后来成街，
因街西口有珠宝街及西珠市巷，故改雅
名东珠市巷，最后定名为东珠市街。谢
天开说：“李家花园早已不存在了，如今
只为巴金名著《家》里的纸上花园，此间
的巴金故居有一笼凤尾竹掩映下的汉白
玉浮雕塑，到现在仍旧有许多人到那里
探访寻踪。”

在北大街的北端，北门大桥头沿府
河向西北至万福桥头即为上河坝，因府
河漂木，此处曾为成都木材集散地，有
多家木行，又名木行街。通街一侧近城
墙，一侧为府河南岸，皆堆积原木，以供
应成都营造业所需。木行街如今已不
存在，当年的故事已成为传说。然而，
当年的府河河水清绿，是少年儿童游泳
的好地方。

北大街北端尽头曾经有成都著名的

大安茶楼，一座府河岸边的吊脚楼茶
馆。茶馆对岸红砂石的石梯名叫“十八
步梯”，一直延伸到水边，是为了人们汲
水、洗涤方便砌筑的一道十八格石梯。
大安茶楼内部空间很高，红火的老虎灶
铁板上蹲着数只黑铁茶壶，茶壶上蒸腾
着白色的气雾……茶楼里永远是人声鼎
沸，每当秋水时至，总有茶客大声武气地
喊叫：“快看，十八梯已经淹到了一半！”

在谢天开的记忆中，北大街一直是
成都的商业繁华街，与东大街齐名。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都名小吃有北门
大桥桥头的“师友面”，谢天开至今犹记
得海味面的鲜美，那是他童年时最早想
象的有关大海的味觉。北大街南端的成
都著名小吃“郭汤圆”，亦是过年过节细
腻香甜滚烫的最好联想。紧挨北大街
北段，还有一家大众中餐厅“广福食
堂”，西式风格的白桌布台面，传统风格
堂倌喊堂：“锅巴肉片来了……鱼香肉
丝上了……”吆喝声隔着桌子此起彼伏，
热闹得很。

如今，北大街南端尽头是“1956·成
都原点”纪念碑所在，碑刻上铭文是：成
都原点是建于1956年的成都首个专业
测绘坐标系统的重要标志，是城市方位
的“零公里”处，在城市规划、建设上具有
重要意义，它的确立改变了城市测绘各
自为政的局面，使成都成为全国城乡测
绘统一坐标的第一座城市。如果要推荐
在成都走走看看的路线，谢天开认为北
大街是最值得一去的地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海韵

在蒲江遥望雪山 看诗意描绘的生活现实
8月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推出

“到成都街头走走看看”——寻找“万象
成都TOP10体验路线”暨“我是推荐官”
大型策划活动，旨在邀请国内外游客到
成都感受巴蜀文化深厚底蕴和丰富的自
然风光。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
成都。”来自成都的雪山摄影师、峰形极
高山影像俱乐部创始人之一温钧浩，对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有更深入的理解。遥
望群山连绵，看雪山与城市同框，温钧浩
将成都市蒲江县长秋山作为来成都观雪
山的推荐点。

20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杜甫旅居成
都，闲适的生活足以安慰他颠沛流离的心
灵，黄鹂鸟、绿枝头，于是便有了“窗含西
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千古诗
篇。“成都平原地处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

过渡地带，蒲江县长秋山就在这过渡地带
上的小小突起。”如今只要雨过天晴，站在
长秋山上，就能看到当年诗人的诗意描
绘。温钧浩说，不可小看长秋山几百米的
海拔高度，在这里给雪山拍摄全家福，每
个成员都能露脸。相比成都城区，在蒲江
县长秋山看到的雪山数量更多，从南边的
仁宗雪山、贡嘎山、田海子山，到中间的武
檀雪山、大雪塘、幺妹峰，再到北部的大黄
峰、龙门山等都能一一展现。

从视觉观赏效果来说，在长秋山上
也有较好的体验。除了城市与雪山同
框，长秋山上还能看到雪山之下川西坝
子的田园风光：长秋山的山路、明月村的
果园、成佳镇的茶地，还有穿行而过的高
速公路和成雅铁路，都在壮丽的雪山背
景下一一呈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涛摄影报道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与川报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联合构建四川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立体传播矩阵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周家夷 见习记
者 周卓玥）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发挥主流媒体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瑰
宝的责任担当，8月29日，四川省中医药
管理局与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今后，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资
源优势，全力推动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
示范区建设和中医药强省建设。

根据协议，今后双方将在创新宣传
报道方面联合构建四川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立体传播矩阵；依托媒体智库，共同探
索四川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新路径；讲
好中医药故事，加强和改进四川中医药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共同举办特色活动，
在做大做强四川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品
牌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在创新报道上，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将发挥立体传播优势，围绕深化中医药

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服务能力建设、加快
中医药产业发展、深化文化传承交流、加
快中医药人才高地建设、加强中医药综
合保障等，策划推出专题专栏专刊、可视
化产品，开展中医药科普，为推进国家中
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和中医药强省建设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在依托媒体智库
上，双方将联合对四川中医药在推进体
制机制、改革创新、重大项目方面开展课
题申报和调研。在讲好中医药故事上，

双方将在全省国际传播重点品牌栏目
《灵感中国》中重点打造“灵验之术：国潮
中医”系列多语种微纪录片、视频访谈、
科普视频、非遗慢直播等，同时，以社交
平台为赛道，以跨境电商为媒介，做好中
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在共同举办特色活
动上，双方将面向大众，联合做强“服
务+科普”品牌，围绕传统中医药特点，
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传播中医药知识，
将中医药文化送到群众身边。

在蒲江县长秋山眺望蜀山之王——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

▲
位 于 成 都
北 大 街 南
端 尽 头 的
“1956·成
都原点”纪
念碑。

◀
谢天开


